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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而能流传至今，历代学人编纂的丛书起了重要的作用。
前代学者搜求羣书，汇为一编，而成丛书，刊刻面世，既便于学人查阅使用，又利于保存流传，功德
匪浅。
宋代左圭辑刊的百川学海、元代陶宗仪辑的说郛、阴代毛晋编辑出版的十三经、十七史等经史丛书及
一批文学类丛书、清代鲍廷博编刊的知不足斋丛书、黄丕烈辑刊的士礼居丛书、卢文弨辑刊的抱经堂
丛书、张海鹏辑刊的学津讨原，都是丛书中的杰出代表。
丛书有各种编法。
其中专收集一地区人士的著述及有关这一地区的文献的是地方文献丛书，也称郡邑文献丛书或乡邦文
献丛书。
地方文献丛书是丛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阴清两代，尤其是清代，乡邦文献丛书纷纷问世即是明
证。
地方文献丛书对于了解该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有着其它文献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同时
它又是综合性的文献丛书，反映了中华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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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之惠，不惟当时之民受惠，而后世之民亦无不受其惠也。
若水利非民事之大。
则孔子之于神禹何独以「尽力沟洫而赞之乎？
吾每巡行两浙，闻有知水利者，未尝不从容延访。
盖已得其大概，但其中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宜于彼而不宜于此者，又在乎斟酌而行之也。
　　一、修筑围岸，苦于无土。
若围外河水浅狭，即将外河车干取土；若外河六深阔，则将围内七沟洫车干取土，是皆一举两得之术
也。
　　一、凡围内有径塍者，遇涝易于车戽，是以常年有收；其无径塍者，遇涝难于车戽，是以常年无
收。
宜谕令田户，凡大围有田三四百亩者，须筑径塍一条；五六百亩者，须筑径塍二条；七八百亩以上者
，皆如数增筑可也。
　　一、围岸四畔，或土脉虚浮，外水渗入，昼虽车干，夜复涨溢者，宜于岸塍中心开掘一槽，深及
外河之底，随篙河泥，填及一半，俟其稍干，用杵筑令坚实，又复突飞猛泥筑满，则水无自而入矣。
又有围岸，因瞅蝉窟穴或树根朽烂遂成漏洞者，亦依前法筑之；若田中有泉水为害者，可用砖灰围砌
泉口如井栏样，则泉不能漫散矣。
又法，将泉口掘作深坎，用大缸覆之，却以泥土围筑缸上，而泉亦不能出矣。
　　一、高田去河辽远无水可车者，须于田内计亩开塘：如田一亩，开塘一分；有田二亩，开塘二分
；其三亩四亩以上，各宜依数开之，庶可防旱。
或有愚民吝惜不肯将田开塘者，可以善言谕之曰：一尔有田二亩，若将二分开塘，则彼一亩八分更不
忧旱，年年有收，是所费者小而所利者大。
若惜此二分之田，不以开塘，则彼二亩旱即无收，是所惜者小而所害者大。
古人宁捐膏腴之产而广沟洫之制者，为此故也。
以此善言谕之，彼岂不乐从乎。
　　一、开浚沟渠，修筑围岸，所以为民也。
或有顽民惰农饰为巧词√口称频年水旱，田禾无收，米价方贵，民食缺乏，民困未苏，不能用工，乞
待年谷颇登、米价颇贱、民食颇足、民困颇苏之时为之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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